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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玉溪市交通志’编印成书了，我表示衷心祝贺l

《玉溪市交通志》是用新观点，新方法，新材料编写

的专志。·它全面，系统地记载了我市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

状，内容丰富，．资料翔实，是乙本具有显著地方特点的资

料性科学性著述。本书以马克思主义，毛泽东思想为指

导，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以翔实

的史料和大量的数据，实事求是地回顾了玉溪市交通事业

发展的历史轨迹。详今略古，略同存异，寓评于述，反映

了玉溪市交通事业的主要成就和存在问题。这部书既为全

面认识玉溪市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丰富的依据，

也为深化交通改革，发展交通事业，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

重要的依据。

放眼未来，随着玉溪资源的开发，商品经济的发展，

旅游人员的增多，文化技术交流的增加，将对交通事业提

出更多更高的要求。发达的交通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最基

本、最重要的基础，也是资源开发的先决条件。玉溪交通

还不够发达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资

源的进一步开发。改变这种状况，在交通运输方面，逐步

建立起一个多形式、多层次的运输结构和运输布局，以适

应改革开放、发展商品经济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《玉

溪市交通志>，给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依据和特别可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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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鉴，是非常值得称道的．仔细阅读，颇受教益。

《玉溪市交通志》问世了。这是参加编纂工作的领导

同志们数年辛勤劳动的成果·皂隼体智慧的结晶。借此

会我谨向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。

要．。剪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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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先行官。俗语说l-

曩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’’， 矗逢山开路，遇水迭挢"·正

说明了交通运输事业在各行各业中韵重要性。在建设有中

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韵今天，其重要性则更为明显。⋯!‘ 1^．

t玉溪索为滇中重锶从来陆路交通较为发达，是由昆j
明通往迤南各地和广西的必经’之地。由于交通方便，形成

了附近各地工商物资的集散中心，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发

展。其交通运输的发展史，可分为两个阶段，(即1933年昆’

玉公路通车前后)。前为驿道运输时期，后为公路运输时

期。1933年以前，玉溪的驿道运输是发达的，当时过境驿

道有昆明至迤南。昆明至广西两条，并有通往邻近各县的

道路网络，马帮商旅，络绎不绝，沟通着各地的物资交

流。1933年以后，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公路

运输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，1954年昆洛公路通车，随后，

玉(溪)江(JII)公路建成，通往通海、峨山、易门的公

路亦逐步改善，玉溪更成为滇中，滇南的交通枢纽。自

1960年后，省属玉溪汽车运输总站，市属汽车运输公司，

汽车服务公司先后组成，单位用车日益增多，1978年中共

三中全会以后，私人营运车辆逐步发展。至1987年，境内

共有汽车2081辆，*大小拖拉机2235辆。客货运输十分方

便。 ，

窘



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与各业的发展必须互相适应。原

来适应的，过了一段时间又不适应了，必须进一步协调。

玉溪市的交通运输与国防建设，经济建设相应发展起来，

原来是相适应的，但现在正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阶段，新的

铁路即将建设，原有公路亦将改善。在这样的时侯。对市

内交通运输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作一番调查研究，是很有必

要的。适逢修志盛举在本市蔚然发展，趁此时机，我们于

1986年5月组织人力，开展‘玉溪市交通志'的编写工

作。经过两年多的时间，终于成书了。通过这本书的编修，

弄清了境内交通运输业的历史和现状，保留了大量资料，

为今后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。但由于时间和水

平的限制，本志也一定会有遗漏和不足的地方，希望同志

们给予批评、指正。 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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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把历史

‘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资料的搜集，核实和志书”

的编写中，具体贯彻“实事求是"的思想路线。

。．二。本志所述交通运输业务，包括省、地，’市属之国

营、集体，联营，私营等，凡发生于市境内者，皆在记述

之列。
， 三，本志采用章、节，目，子目四档次结构，首立概 ，

’述，大事记，’中设设施、运输，管理等共七章二十一节。

四、本志横排门类，以时竖写。

五、本志断限，上限基本定为1911年，但视资料的情

况，尽量上溯，以求弄清历史，反映发展脉络，下限定为

1987年，但个别事物，视具体情况，顺延至搁笔之日。 ，

六，本志按“详今略古弦，“详近略远一的原则，着

重反映当代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史实。

七、本志采用语体文。 ”

八，本志所附地图与照片放在正文之前，表格少数插

在正文之中，多数附在正文之后。

九，历史纪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，用朝代年。+
。

号或民国纪年，括号内注明公历年代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

立之后。采用公历纪年。
‘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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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，公路里程，以交通部门普查资料为据，桥梁结

构、长度，昆洛公路及玉洛公路各桥，以玉溪公路管理总

段资料为据，地方道路各桥，无设计资料的，以现场实量

数据入志。 叠j

十一，本志所用地名，概以‘玉溪市地名志'为依

，0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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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，．玉溪位居滇中，东邻江川，北毗晋宁兜东南连通海、

西南接峨山。距昆明98公里。。~：-．i≯’。．‘： 7，，，t一。”

，： 境内四面环山，中为平坝，．玉溪大河东西横流，昆洛 ‘

公路南北纵贯I气侯温和，土地肥沃，，人民勤劳，物产丰

富。有。滇中仓康力，“云烟之乡一的称誉。+．’·
：

玉溪对外交通，始于秦汉，．元、明驻兵屯垦以来，人员

日渐增多，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渐传入。清初将昆明至

迤南驿道从江川改经新兴州、，对玉溪交通及工商各业的发

展起到促进作用。至民国时期，手工纺织业，烟草业日益

兴盛，商业发达，大宗土布、烟丝等运销全省各地，交通

更趋发展，驿道四通，马帮云集，使玉溪形成昆明与逢南

各地物资集散的重镇。， ·

J． ‘～．
“

。-．民国22年(1933年)玉溪至昆明公路建成后，玉溪商

户纷纷购置汽车经营运输业，昆明官营汽车亦往返于玉

溪，昆明间。1935年大道生商号曾来玉溪投资开设织布

厂，利用玉溪城乡妇女传统的织布技能加工土布，．年产120,

万至150万匹，畅销全省，更促进了手工业，商业和运输

业的繁荣。民国34年(1945年)，。全县曾修乡村道路67公

里，．北城，大营街，研和街，马井等集镇与州城之间，都 ]

有胶轮马车通行，马车运输有了较大发展。至民国38年

(1949年)，境内有玉溪至昆明，玉溪至通海、玉溪至峨

l



玉昆线上，天天有客，货汽车行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玉溪专区和玉溪县的党，政

领导机关都设于州城，玉溪成为全地区政治，经济，文化晦

的中心，交通运输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。1952年至1953

年，为了发展生产，曾发动群众，分区负责，改善了县区

，道路。1955年新建玉江公路。此后，又经过两次筑路高

潮t第一个高潮发生在1956年至1959年的合作化和“大跃

进"期间，为适应经济大发展和生产。大跃进一的需要，?

贯彻中央搿依靠地方、依靠群众、先普及后提高，，的筑路

方针，四年修建地方公路23条共157．85公里，至1960年，

全县有56个大队通公路，占当时大队总数的75．5％，第二

个高潮发生于1974年至1976年，此时，中央曾提出农业的

出路在于实现机械化，农民也迫望修通公路，早日实现农

业机械化以增产粮食，改善生活。三年修路19条101公里。

至此，以南北纵贯的昆洛公路为脊柱，地方道路与之相连

接，东西延伸，纵横交错，相互衔接。至1976年，县内公

路网已初步形成。坝区村村通公路或马车路。、。

’1950年至1987年，全市共支出交通建设费用11489517

元。其中，1978年以后，全国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

来。农业，地方国营工业和乡镇企业都得到迅速发展；为

适应这一需要，1979至1987的九年间，连同1985年至1986

，年国家用粮食．棉花、棉布以工代赈实物折款在内共支出

交通运输建设和维护费8983484元，既新建了山区公路以

球普及，更着重有计划地逐年改善原有公路以求提高。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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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1987年，全市境内共有公路(含过境国道和省遭)6誊

条(段)，总长460．75公里。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45．8公

里，j每万人占有公路15．1公里。 ，
，

‘

．境内桥梁建筑，解放前多为木桥和拱度较高的半圆石

鼻 拱桥，现多为拱度较平缓的坦圆石拱桥和钢筋混凝土桥所
取代。现有桥梁35座，总长642．13米，其中石拱桥16座共

长285．13米，钢筋混凝土桥18座共长341．6米。

，．1949年，全县有私人经营的客，货汽车运输户27户，’

有客车14辆，货车30辆，胶轮马车190辆。1950年以后，

在人民政府领导下，百废待兴，物资运量大增，全省运方

吃紧，公私汽车一概集中昆明，由省统一调度。1950年至

1956年间，玉溪县没有一辆县属汽车，大宗物资经省诃

运，地方以马车为运输主力。1957年玉溪始有2辆汽车，

t马车则巳增至1332辆，比1949年增加7倍。在此期间，往

返玉溪、昆明问的客、货汽车都由省派出。1956年起，省

、 派出车队驻玉溪。1960年成立省属玉溪汽车运输总站，有

旧车208辆。至1970年，玉溪县自有汽车11辆。

．1978年以后，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，市场日趋繁

荣，虽国营运输企业有了较大发展，仍不能适应运输市场

需要，在国家经济搞活、’政策放宽的大好形势下，马车，

拖拉机、汽车的个体运输户如雨后春笋。至1985年，汽车

个体运输户有汽车80辆。至1987年底，全市(包括省属驻

玉单位)拥有各种汽车2081辆，其中个体运输户有汽车

110辆，大、小拖拉机2235台，马车1093辆，船94支。易

有服务手运输业的修理，制件的企业、店铺189家．既有?

8



蠲营专业运输，。修理、制件企业，也有私人联营公司及个

钵运输户和修理户_I还有单位自用车辆和车队‘组)，既

有黄河牌一类大型客，货车辆，也有旅行车和骄车，有国

营出租车。也有个体出租车，既有汽车专跑长途，也有拖

拉机，马车主运短途。形成多种经济成份，多种经营方 挚

式，多种车型俱备的以汽车为主力的现代运输体系。
。

现有公路，技术等级偏低，63条(段)公路中，等外

公路40条274．13公里，古总数的一半以上。主要线路都超

负荷使用I乡村公路大部未铺路面，养护不善，有的名为

公路，实不能通行汽车，油路尚少，现仅93．5公里，而且

山区还有12个自然村未通公路。因而，有关部门近年来除

着手分期改善路况外，并以提高道路标准，逐步消灭等外

公路，加强地方道路管养，加强安全管理为主要任务。昆

貉公路的扩改工程和昆阳至玉溪大栗园的铁路新建工程，
’

均已列入省、地、市近期建设计划。展望未来，玉溪交通必

当为四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。 ，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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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豢祯+年(t637年》 雷耀龙修建玉溪桥，立石墩8

座，以木为梁，上建瓦屋19间。民国37年<1948年)改建

为5孔石拱桥，1966年以钢筋混凝士加宽。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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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像熙年间废除江川、通海驿站，将昆明至迤南驿道

改走新兴州。．i。’
’

“1

一
’

i‘

雍正八年(1730年) 建成龙门桥为石拱桥。1974年

重建为钢筋混凝土公路桥。 。 ， 、．，．

，’乾隆=年(1犸7年) 重修永济桥(今桂井桥)，立

石墩8座，以木为梁，’上盖瓦屋29间。1967年改为钢筋混
’

凝土桥。 一‘；‘一，
‘

乾隆六年(1141年>：新建普惠桥。同治十三年(i874

年)改为石墩木面桥，上复瓦屋。t969年改为兰孑L 5石拱．

杭”j一、．、：c。； 一 ，．。，，．。■’i：’，．“√‘、：量

乾隆五十一年<1788年)：在把者岱建五孔石台禾面‘

桥，名。迎龙桥黟I．：1978年改为四孔石墩钢筋混凝土轿。 。

．道光直年<1驰5年y 在洛河建五孔石台沭面魄上 j

． P’j詹
’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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